
0707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19年8月3日 星期六

二胡演奏家的成长之路

马向华学习二胡纯属偶然。四五岁时，她去济南
少年宫参加面试，因为唱《绒花》唱得泪流满面，被
现场的二胡老师一眼看中。“老师大概是想，这么小
的孩子就对音乐有着如此敏锐的感受力，太适合学二
胡了吧。”回忆起往昔，马向华笑着说。

在少年宫的学习，敲开了马向华二胡艺术的大
门。因为学得不错，父母决定让她试着考考中央音乐
学院附小 （下文简称附小）。为了考学，她开始了 3
年的“魔鬼训练”。那是一段令她时隔多年回想起
来，还觉得“很苦”的日子。

“真的很苦，每一个音符必须严格，必须准确，
跟在兴趣班时拉琴完全不一样。”马向华说。虽然
苦，但是那3年的训练，被马向华看做是自己艺术道
路上第一次“质”的飞跃，让她懂得了学艺术，后天
的努力极为关键。

考入附小后，马向华被“植入”更为专业的学习
土壤，很快获得了艺术上的第二次飞跃。那时，附小
有一支名为“小小演奏家”的队伍，由学习二胡、琵
琶、笙等乐器的若干学生组成。因为能力突出，马向
华也是其中一员。“小小演奏家”经常代表学校在国
内外巡回演出，登上大大小小的舞台，对马向华提高
演奏水平、丰富舞台经验、增强自信，起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

就这样一路从附小、附中，再到中央音乐学
院，师从刘长福、李恒、田再励等诸多胡琴艺术
家，马向华完成了高水准的专业训练和丰富的舞台
实践，形成刚柔并济、优美清新的个人风格，成为
各类二胡比赛中的常胜将军。1997年起，她已在国内
和香港、台湾、日本、北美等地举行了数十场独奏音
乐会，录制了十多张个人音像专辑，其中包括多种风
格及大量高难度的二胡曲目。因为出色的艺术表现
力，她还被许多著名作曲家如黄安伦、陈其钢、谭
盾、石井真木 （日本） 指定为音乐会的合作对象，
享誉海内外。

坚守初心的耕耘者

2001年，马向华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硕
士毕业。彼时，她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二胡演奏家，海
内外很多乐团邀请她，但马向华一心一意想要当一名
教书育人的老师。

“我从没想过要从事别的职业，唯一的想法就是
当老师。”毕业后，她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
并于2012年成为硕士生导师。目前，她带的学生中既
有中学生，也有本科生和研究生，跨度很大。

“对待不同年龄的学生必须得施以不同的教学方
法。”马向华说。在18年的教学生涯中，她积累了丰
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大量二胡专业的好苗子。在她
看来，想学好二胡，学好任何一门艺术，最重要的是

“必须有真诚的态度，要一直抱有坚定执著的追求信
念”，因为“做任何事往往都是一时容易一世难”。

二胡演奏是天赋与努力的双重结合。天赋即一些
硬性条件，比如手指细长、有韧性，手臂修长等。此
外，更为重要的是对音乐的敏感力，也就是我们通常
说的乐感。“在音乐中，音符只存在于表面，能否展
现出音符背后的灵魂或形象，对演奏者是极大的考
验。只有具备乐感，才能体味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马向华说。

努力就是要不断练习。“每一次练琴都是对艺术
的精雕细琢，只有不断打磨，一遍遍地抛光，才能成
就伟大的艺术品。”马向华向来都是这么教导学生
的。她不仅要求学生勤学苦练，多年来还坚持带领他
们到全国各地巡演，创造更多登台表演的机会，让他
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除了严格的专业训练，马向华还倾注了大量心力
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名合格的教师光传授
技能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育人”，在马向华看
来，学习音乐包括民乐，对于孩子们来说，获得的不
仅是一种技能、技巧，还是一个广阔无垠的精神世
界，所以教师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内在，以身垂范，引
领孩子们通过音乐更好地激发自己智力的、道德的、
审美的世界。

对“根”的寻求与回归

二胡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传统乐器。如
何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门传统艺术，一直是马向华在
教学中思考的问题。

近些年，民乐与西方音乐合作的现象日益增多，
马向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传统不能自我封闭，一
定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在交流合作中汲取他人的元素
丰富自我，这样民乐才能发展得更好。”但是，她也
指出民乐自身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知道最终的方
向在哪里，要坚守住自身最独特的东西。

“包括二胡在内的民乐，只有守住中华民族的文
化之‘根’，才能在世界上占据独特优势。”马向华表
示。2013 年她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民乐学科主任
后，经常会组织开展一些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和
讲座，邀请专家授课，内容包括戏曲、民歌以及其他
非遗文化。她坚信“只有为学生注入更多的传统基
因，民乐发展的根基才会更牢固和扎实”。

这几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
扬，给民乐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得益于几
代民乐人的努力和中国国力的提升，民乐在海外市场
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马向华和学生们的海外演奏会经
常是场场爆满，民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外国听众。“学习民乐最好的时代来了。”马向华兴
奋地说，“我将倾尽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不负这个
最好的时代。”

从对音乐有感悟力
的懵懂小孩到成为二胡专业

的高材生，从享誉国内外的二胡
演奏家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民乐学

科主任，马向华从人生的偶然走向了
必然。为了给中国民乐发展输送好苗
子，打好人才基础，在 18 年的教学生涯
中，她把更多的时间、更大的舞台、更深
的爱留给学生。她说：“我从没想过要
从事别的职业，唯一的想法就是当老
师。这是一份神圣的职业，我将

倾尽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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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的情，绿洲的爱，捧出了瓜乡人热情的豪
迈。幸福欢畅，美好常在，陶醉了八方客，甜美新
时代”“煤从空中流淌，西电送东方，激情的能量把
新瓜乡点亮”，伴随着夏季的热情，由新疆哈密伊州
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出品的《一带一路 甜
蜜之旅》音乐专辑日前正式发布。

专辑力邀国内著名音乐人、作曲家、词作家、
歌唱家组成创作团队，历时 3 年制作完成，以讴歌

“一带一路”精神、展现美丽中国、反映哈密发展变
化为主题，抒写了哈密的地方美景、风土人情以及
新时代哈密人民的纯真情感和积极建设美好生活的
精神面貌。专辑在编曲和制作上融入了许多新技术
和音乐创新，将宏大的交响乐与富有鲜明特色的民
族音乐相结合，描绘了古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

交相辉映的波澜画卷。
专辑共有 《丝路香甜》《梦中的哈密》《丝路彩

虹，可爱的家乡》《哈密娜》《潮起天山》《丝路辉
煌 甜蜜分享》 等 13 首作品，其中主推的新歌 《丝
路辉煌 甜蜜分享》 饱含深情，呈现了“一带一
路”蓝图下哈密崭新的变化。这首歌是专辑中参与
演唱人数最多的一首作品，歌手来自“海上丝绸之
路”（福建区域）、“陆上丝绸之路”（新疆区域） 以
及其它地区。

作为丝路重镇，哈密的民族民间音乐底蕴深
厚，见证着丝路上的音乐文化交融之辉煌。近年
来，哈密一直努力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缔造
丝路原创音乐品牌，用音乐艺术为丝路代言，传播

“一带一路”的核心精神。

丝路重镇哈密用音乐记录时代变化
□ 关军月

丝路重镇哈密用音乐记录时代变化
□ 关军月

女性题材电视剧在电视剧创作领域一直热度不
减，但这其中都市题材和古装题材占大多数。央视电
视剧频道播出的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是以中国农
村的解放和发展为背景的女性题材电视剧，这样的题
材鲜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播出后引发不少关注。

剧中由丁柳元饰演的女主人公黄少花，一生经历
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改革开放这些重要的历史节
点，牢狱之灾、身体遭受重创都没能动摇她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她所经历的苦难是
一代人的缩影，或许我们从自己身边的爷爷奶奶等长
辈那里听到过似曾相识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作
品的很多情节让人感到亲切的原因。

这部剧的导演陈力本身就是女性，从女性视角
观察、体验和认知生活更为细腻和透彻。她曾经执

导电影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
江》、电视剧 《海棠依旧》，在艺术创作
上，将宏大历史叙事和人物的细腻情怀相
融合并且驾驭得当，是她的优长。这也是
使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成为一部上乘作
品的保证。编剧田运章将那个时代细腻的
人物情感和赤诚的情怀进行了细致描摹，
在人物塑造上准确把握了不同出身、不同
身份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合情合理地将那
个时代背景下各色人物的命运展现给当下的观众。
剧集本身没有太多的战争场面，没有高高在上空喊
口号，也没有过度描摹主人公所受的苦难，有的多
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刘之冰饰演的田山堂，丁勇
岱饰演的魏守根，王姬饰演的关佳玲都有很多可敬

可爱之处。
该剧将亲情、友情、爱情贯穿于矛盾、冲突、改

变中。每个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承受时代和个人
的悲欢，用一生的赤诚等待新生。在桃花盛开的地
方，那些鲜活的故事正在上演，那些朴实善良的人们
奋斗的事迹至今仍熠熠闪光。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女性视角和女性题材引人入胜
□ 赵 轩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在儿童剧《咘噜咘噜之深海奇遇
记》的欢笑声中，2019咘噜杯·“金画眉”儿童戏剧教育嘉年
华暨第三届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全国
18个省 （区、市） 的72个作品参加剧目展演，充分展示了全
国儿童戏剧教育的成果，参演学生数达800多人。

入围作品中，《智取威虎山》《哪吒闹海》《赵氏孤儿》
《木兰从军》《我们的建国》《精忠报国》《如此爸爸》《又上威
虎山》等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和《画眉、河马和咘噜》《精
忠报国》《双面学霸》《光荣的屎壳郎》 等原创作品，得到大
家的一致认可。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儿童表演的 《小飞侠》 和

《马戏之王》片断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展演最后在浙江话剧
团带来的儿童剧《花木兰》中落下帷幕。

“金画眉”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儿童剧委员会、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戏剧教育专业委员
会、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今
年的活动全面升级为嘉年华，除展演活动外，还增加了开闭
幕大戏、主题论坛等。

本报电 （咏 文）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由解放军红
叶诗社举办的“东江剑魂颂诗歌朗诵会”日前在
京举行。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地
区抗击日寇的强势劲旅，被称为插入敌后的利
剑。解放军红叶诗社社长李殿仁中将在致辞中
说，用诗歌朗诵形式缅怀革命先辈，是为了发
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

朗诵会上朗诵了开国元勋朱德的诗 《纪念
八一》、陈毅的诗《梅岭三章》等，并朗诵了我
军老战士和开国将军后代新创作的诗作，如刘
世恩的诗 《英雄剑》、陈永康的诗 《祖国的南
方，有一条江》 等，这些作品以写意的手法描
绘了金戈铁马战争场面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悲
壮，讴歌了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壮举。

东江剑魂颂
诗歌朗诵会举行

第三届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举行

◎人物

马向华

弓弦声声传民乐
□ 郑 娜 潘俊宇

马向华

弓弦声声传民乐
□ 郑 娜 潘俊宇

▲电视剧中呈现出的美丽风光 图片来自网络

▲马向华 （前排右一） 与学生们共同演出

近些年，不论是国产动漫电
影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
海棠》《小门神》等，还是中外合
拍的 《摇滚藏獒》《熊猫和小鼹
鼠》 等，都开始从优秀的传统文
化中“挖宝”，在动漫制作中融入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取得不错
的成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
也看到有些动漫作品只满足于贴
上传统文化与中国元素的标签，
讲故事的能力没有丝毫提升，仍
在套路里打转。

不可否认，中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创作富
矿，值得深度挖掘。但是，我们
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与中国元
素不是“尚方宝剑”，也不是“包
治百病”的药方。事实上，随着
电影技术的发展，动漫制作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愈加频繁，技术已
经不是动漫制作的真正屏障，而
随着审美水平与艺术欣赏能力的
不断提高，观众对动漫作品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既看重技
术，也看重故事。

中国动漫要以传统文化和中
国元素“走出去”，绝不能只满
足于将传统文化和中国元素进行
简单拼凑、整合，而是要真正研
究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里
面有技术，也有精神。要把真正
代表中国的美学传播出去。要对
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以丰富的故事情节、饱满的
人物性格，赢得观众的精神共
鸣，传递人类共通的价值观。

“讲好故事”本就是中国动漫制作优秀的文化传
统。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中国动漫既涌现出以手
绘动漫、剪纸动漫、木偶动漫、水墨动漫、折纸动
漫为代表，有着独特民族风格和美学价值的多元化
的动漫类型，也产生出以《邋遢大王历险记》《三毛
流浪记》《黑猫警长》等为代表的，擅长讲故事和感
染人的动漫精品。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与国际动漫
的产业竞争中，以 《熊出没》 系列等为代表的国产
动漫打开了国外市场，甚至打败国外的一些动漫，
赢得了可观的票房。

如今，中国动漫“走出去”面临着一系列新的
问题，观众是国际化的，文化背景也是多元的。这
就要求动漫制作方要读懂国际观众的真正诉求，在
不同的文化差异中寻求一种共通的审美精神和价值
追寻，既要意识到孕育优秀的本土原创故事的重要
性，更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坚定自信，着眼长远，
精耕细作，始终将好故事这张牌打好，让中国的好
故事在国际舞台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本报电 （欧 海） 7月20日至7月27日，由芒果TV打造
的第二届“青春芒果节”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四地启
幕。此次青春芒果节以“塑造属于年轻人的正向潮流”为目
标，举办了“芒果星球”悬浮空间 3D 秀、线下实景互动园

“青春芒果城”“芒果音乐节”以及“青春芒果夜”等多项主
题活动。

在日均人流量近 4万的青春芒果城，“见证青春”装置艺
术展通过线上线下联合收集具有时代印记的生活物件，展示
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代变化；6项非遗项目大型展陈和科技互
动，引导当代青年在“玩”的同时“学”到优秀的传统文
化。压轴亮相的“青春芒果夜”，为观众献上了一台美轮美奂
的视听盛宴。晚会将悬浮舞台、纱幕投影、激光矩阵等“黑
科技”与艺人的表演深度融合，并且在直播过程中提供了众
多互动端口，方便线上观众实时参与。晚会还特别设置了青
春榜样奖项，邀请不同领域的青春榜样代表来到现场，让他
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为当下的年轻人树立先锋楷模。

作为 34 岁以下年轻用户占比 93%的网络视听平台，芒果
TV近来推出了《我的青春在丝路》《新时代学习大会》《我爱
你，中国》 等原创专题片，《我的波塞冬》《出线了，初恋》

《你好对方辩友》 等自制剧集，以及 《女儿们的恋爱》《明星
大侦探4》《妻子的浪漫旅行2》《哈哈农夫》《密室大逃脱》等
自制综艺，以优质内容引领年轻人，传递出青春、积极、乐
观、向上的态度。

青春芒果节引领青年文化


